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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阶段 ,东北亚地区的劳务交流规模达到了前所未

有的水平 ,无论是国家间的劳务交流 ,还是国内的劳务交

流 ,都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 ;并形成了一个包括人流、资

金流和商品流的全球化模式。但是 ,每个国家都制定了

各自的劳务交流政策 ,并出台了相关的国内立法。劳务

交流领域的问题涉及到劳务输出国和劳务输入国进行合

作的政治、经济等各个领域。无论以何种方式对劳务交

流进行管理和调节 ,这种交流都将成为国家外交关系的

一项内容。

俄中两国劳务交流合作的发展历程 ,显示出两国在

这方面的一个突出特点 ,即一国是劳务交流的纯输入国 ,

而另一国则是劳务交流的纯输出国。出现这种局面的原

因是两国内部的实际情况不同。

为了了解世界金融危机背景下俄中合作的新构想和

框架 ,有必要对 21 世纪初世界金融危机前俄中关系状况

进行剖析 ,还要从发展俄中关系着眼 ,全面认识世界金融

危机对两国关系的现实影响和潜在影响。

过去 ,俄中劳务交流关系的发展方向是由两国的劳

务交流政策所决定的。2002 年年中 ,俄罗斯通过立法规

定了联邦内务部移民管理局的职能。俄颁布了《关于外

国公民在俄罗斯联邦的法律地位》、《关于俄罗斯联邦的

公民权》等联邦法律 ,与此同时 ,还颁布了一系列相关法

律和决议。借助这些法律文件 ,解决了上个世纪 90 年代

在劳务交流中遗留的许多问题。2000 年 ,中国公布了最

新制定的关于对外经济发展的全面战略规划 ,提出了“走

出去”的发展模式 ,以推动中国的商品、技术、资金和劳务

资源拓展海外发展空间。这一发展战略的主要目标是 ,

在国际劳务市场上占据 10 %的份额 ,促使中国政府乃至

中国的各行业协会积极与其他国家政府签订双边或多边

劳务输出协议。

2001 年 ,《俄罗斯联邦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睦邻、友好、

合作条约》签订 ,这一条约 (第 20 条)成为两国在打击非法

劳务输入方面进行合作的最重要的双边文件。

远东地区迫切需要俄中两国采取协同行动 ,对劳务

交流活动实施管理和调节。为了给旅游业创造良好的发

展条件 ,双方经过磋商达成了采取协调行动的共识。

旅游是通过俄中两国边境实现人流和物流的主要形

式之一。以购物旅游带动的人流和物流成为俄中毗邻地

区经济发展的促进因素之一 ,也是一种有利可图的贸易

形式。劳务交流中的问题促使俄中两国展开对话 ,也促

进了俄罗斯加强劳务交流领域的立法活动 ,加快了俄罗

斯移民管理机构的建设和发展 ,比如 ,在俄联邦移民局内

增设了国际合作处。

上海合作组织的活动 ,为俄中两国在劳务交流领域

的合作创造了重要的政治前提。在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框

架内提出了建立旨在解决劳务交流问题的联合工作小

组。实际上 ,这个联合工作小组已工作了近两年。该小

组的宗旨是加强两国的协作 ,共同解决劳务交流中的问

题 ,例如 ,进一步规范劳务交流 ,保障劳务输出人员的合

法权益 ,进一步完善双边条约和法制基础建设。2006 年

10 月 24 日 ,在哈巴罗夫斯克举行了联合工作小组第一次

会议。须强调的是 ,联合工作小组的俄方领导人 В1 波夫

斯塔宁和中方领导人崔吉昆 (音译) 一致认为 ,俄中在劳

务交流领域的协作已经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但是 ,在一些

紧迫而重要的问题上还要进一步加强协作。毋庸置疑 ,

俄中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深化 ,要求联合工作小组进一

步发挥有效作用。

联合工作小组的工作成果之一是缩短了解决劳务交

流领域问题的磋商时间。另一个成果是促使加快了法制

建设 ,保障了俄联邦移民管理局与一系列伙伴国家在劳

务交流中的全面协作。

在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研究国际劳务合作 ,是一项

十分重要而又紧迫的任务。国际金融危机对包括俄罗斯

和中国在内的各国国内劳动力流动 ,已经产生了十分明

显的影响。这里就有一个问题需要回答 :国内劳动力市

场出现失业人数不断增长的新情况 ,将会产生怎样的影

响 ,是否会影响中国对俄罗斯的劳务输出。

据一些俄罗斯专家预测 ,到 2009 年底 ,俄罗斯的失业

人口将达到 700 万 ,中国的失业人口将达到3 400万。我

赞同一些俄罗斯专家的观点 :中国对俄罗斯市场的劳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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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出未必会急剧上升 ,从而给俄罗斯劳务市场造成巨大

压力 ;但是仍然须研究和借鉴中国与其他国家的企业和

国际组织发展劳务合作的经验。这是发展俄中关系最重

要的信息资源之一。

我认为 ,中国失业人口的急剧上升不会对俄罗斯劳

务市场产生显著影响 ,其原因主要是 :

首先 ,从俄罗斯方面来说 ,存在着一系列制约因素 :

11 俄罗斯在管理和调节劳务交流方面已经积累了丰富的

经验 ,并建立了符合保障国家安全战略的移民管理体制 ;

与中国建立了签证制度 ,并每年对引进外国劳务人员的

限额加以调整。21 中国公民不受限制地大量涌入俄罗斯

的危险已不复存在 ;联邦移民局的各机构在监督、管理外

国劳务人员在俄合法居留方面正在发挥积极作用。由移

民入境监督管理机构实施的检查性活动的次数在去年增

加了 40 %。相关监督管理机构强化了担保和行政处罚措

施 ,因违反移民管理方面的法律而收缴的罚款总量在增

加。31 企业和雇主正在力图降低雇员工资 ,外国工人工

资降低的可能性增大 ,外国工人的劳动条件也在恶化 ,其

中包括来自中国的劳务人员 ,这也可以算是一种制约因

素。同时 ,在俄罗斯生活的外国移民原本就很低的社会

保障 ,还有可能进一步被削减。

其次 ,尽管远东地区财政困难 ,居民失业率增长迹象

已初露端倪 ,但也没有理由大幅度削减从中国引进劳务

人员的数量 ,特别是滨海边疆区。在那里 ,像以往一样 ,

正在执行一整套进一步发展同中国劳务合作的优惠政

策。该地区与毗邻国家地区的交往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

发展水平。可以说 ,这是以一系列历史形成的先决条件

为前提的。21 世纪初 ,对于俄罗斯的地方政治精英来说 ,

一种全新的局面已经形成 ,这些地方政治精英能够更准

确地认识到本地区的实际利益所在 ,并能兼顾国际劳务

市场的利益。

这种全新的局面包括以下几方面内容 :11 俄罗斯和

中国之间最终解决了边界划界问题 ,并在边境地区确定

了稳定的局面。这为地方政治家把注意力集中到经济合

作层面创造了有利条件和契机 ,而劳务交流问题则属于

经济合作问题的一个方面。21 俄罗斯加入亚太经合组织

(1998 年 11 月俄罗斯作为享有同等权利的成员国参加了

温哥华代表大会) 。2012 年亚太经合组织会议将在俄罗

斯远东港口城市符拉迪沃斯托克举办 ,滨海边疆区将为

此而实施一些建设项目。31 在 20 世纪末 21 世纪初这段

时期 ,地区政治精英清楚地认识到 ,根据劳务合同向远东

地区输出的中国劳务人员没有大规模移民的特征和迹

象。目前的劳务交流 ,完全属于邻国之间的正常交往。

2003 —2006 年 ,滨海边疆区政府在制定引进劳务政策

时 ,倾向于从中国引进劳务人员的方案。然而 ,值得注意

的是 ,在获得了来自联邦中央的用于 2012 年符拉迪沃斯

托克亚太经合组织峰会的建设项目的财政拔款之后 ,

2007 —2008 年 ,滨海边疆区领导人却多次放弃自己制定的

引进劳务计划 ,而开始积极落实联邦中央的政治“订

单”———首先保证本国居民就业。2008 年 ,滨海边疆区从

中国引进的劳务人员几乎比 2006 年减少了近8 000人。在

符拉迪沃斯托克的两个建设项目 (经东鲍斯弗尔湾到达

俄罗斯岛、经金角湾到达丘尔金岬的两座跨海大桥) 中 ,

参加工作的工人和专家是通过轮换作业方式从西伯利

亚、远东其他地区 (其中包括滨海边疆区)引进的。

俄罗斯对待劳务交流问题既要考虑国家的安全 ,又

要兼顾在一定领域中合理引进中国劳务人员。但是 ,在

地方劳务交流的实践中 ,即在引进外国劳务人员的时候 ,

往往要考虑政治因素 ,即所谓的政治“适宜性”,而这种决

策取向往往不利于经济发展。俄罗斯的地方精英们在与

联邦中央进行政治与行政“讨价还价”方面 ,拥有非常丰

富的经验。用不了多久 ,经济发展目标 ,即所谓的“经济

适宜性”又将成为继续从中国引进劳务人员和技术专家

完成许多建设项目的重要依据。

这表明 ,近两年在边境地区劳务交流中 ,最重要的前

提仍是俄一些地区有一批亟待完成的交通运输网建设的

优先项目。举例来说 ,要想使滨海边疆区交通运输网的

所有主要干线在最近几年投入使用 ,在现有基础上 ,至少

须增加两倍的劳务人员。住宅建设部门须引进 2 万名劳

务人员。为筹备亚太经合组织峰会 ,须引进项目建设人

员和服务人员 6 万～7 万名。在东方港建设物流运输中

心和石油加工厂 ,扩建港口终端配套设施 ,将提供数千个

就业岗位。考虑到本地区正在进行的建设项目的劳动力

需求的规模和前景 ,与中国进行劳务合作具有迫切的现

实意义。俄罗斯劳务交流政策的基本目标是 ,在打击非

法移民地下务工活动的同时 ,寻找并向国内引进具有职

业技能的人力资源 ,并利用现有教育资源 (特别是远东联

邦大学的教育潜力)对外国劳务人员进行培训 ,在适度控

制引进劳务人员规模的前提下 ,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对外

国劳务人员的需求。

在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 ,就劳务交流管理领域的问

题拟定两国之间的备忘录是现实而迫切的任务。俄中两

国应本着维护和发展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精神 ,就劳务

人员输入输出领域的问题达成谅解。

在远东地区发展与中国的劳务合作中 ,中国的国内

影响因素很重要 ,特别是要保持国内社会稳定 ,并有效实

施刺激就业措施 ,这样就可以减少俄罗斯远东各地区对

来自中国劳务的顾虑和担忧。

中国政府把发展两国地区间的合作提升到维护和发

展两国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高度 ,对于实现俄中劳务合

作关系的新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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